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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沪上多所民办国际学校的
招生正在进行。这边是雨后春笋般冒
出的国际学校或国际班课程，满足了
部分学生出国留学的需求，那厢则存
在着一定的国际课程乱象丛生良莠
不齐。那么，是否每个孩子都适合挤
进国际学校？越来越受到家长追捧的
国际学校，究竟该如何甄别和选择？
教育专家直言，家长选择国际学校或
国际课程还需三思。“因为，这毕竟是
一条‘单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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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一旦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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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选国际课程 应对双语教学
选择国际学校就读要考虑哪些因素!

! ! ! !家长们该如何依据自身条件为孩子量身
选择？是出国读高中，还是在国内读国际高
中，家长该如何取舍？专家针对家长青睐国际
学校的最大误区指出：去国际学校读书并不
轻松，并不适合所有学生。

依据留学目标选国际课程
柳先生的孩子今年考取了本市某名牌高

中的国际课程班。他说，就是希望孩子能受到
最好的教育，尊重孩子个性，不让孩子的灵性
被机械的考试磨灭，长大后能够与国际接轨，
做个视野开阔的人。柳先生和妻子都是名牌
大学毕业生，但 !"后的他们尽管如今都在事
业上小有成绩，收入、生活都很安逸，但总觉
得原来接受的国内教育过于刻板，总希望孩
子能接受更为先进、更国际化的教育，而不是
只会做习题、只会考试。
“其实，国际学校择校也得按需而来。”新

学说国际教育传媒负责人吴越建议，对于年
幼的孩子，家长仍要遵循就近入学的原则，保
证孩子充足是睡眠，免于舟车劳顿之苦。而对
于未来几年就要面临着大学升学的初高中学

生而言，除了要考察国际学校的教学理念，更
要以选择国际课程为“主导”。“目前，上海的
国际学校里，#$课程、%&'()('课程和 %*课程
占了主流。理论上，这三类课程都可以帮助学
生申请全球名校，但依据留学目的国的不同
可有所侧重。比如，希望孩子将来去美国留
学，或许选择美国大学理事会举办的 %*课程
的学校更佳；如果有意前往英国深造，一般家
长都会选择由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举办
的 %&'()('课程。而 #$课程则是国际文凭认
证组织，在欧美等许多国家通行。”

不要#只选贵的不选对的$

确定了留学目标和目的国后，家长还可
以从课程设置、师资、办学硬件、收费等方面
综合比较。包玉刚实验学校校长吴子健说，这
包括了学校的教育理念、教学体系、社会实践
体系、德育体系等。“尤其是国外的课程是非
常注重对孩子体育、艺术素质的培养，这些都
对发展学生的智力和创新能力很有好处。”

吴越则建议，家长在择校的过程中，不要
“只选贵的”，而是要“只选对的”。“首先要看

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尤其不能因为盲目追
捧‘贵族学校’而让学费超过了你的承受区
间，挤压了其他教育资金的空间。国际学校的
课程并不轻松，学生要学有所获和全面发展，
也是需要在课外有更多的拓展学习机会。没
有完美的学校，家长关键要和孩子一起讨论
和规划，发现孩子的兴趣和特长，找到真正适
合的学校。”

打好语言基础应对双语教学
选择国际课程后首先会面临的一个“难

点”就是双语教学。从单纯的汉语过度到以英
语为主的学习环境，这对于那些年纪尚小特
别是小学阶段的学生来说，会不会成为障碍，
甚至演变成一种心理负担呢？学生又该如何
去适应双语教学呢？专家表示，打好语言基
础，才能应对双语教学。

万科双语学校校长陈舒说，国际学校的
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开放”。“我们学校除了教
学以外，家校互动是非常紧密的。学校设立了
一个组织 *+,%（*-.(/0 +(-12(.3 ,1244' %3!

3415-054/，家委会），这是一个家长、老师和校

长一起参与的组织。每个班都有 *+,%的代
表，他会把本班家长的建议、意见带给学校，
也会把学校信息向家长传达。我们也会定期
举行例会，有关学校发展的情况，也会跟家长
密切互动。一般来说，被我们录取的孩子，中
英文程度都有一定的基础，所以每个孩子都
是符合我们要求的。在日常英文学习当中，跟
着老师的教学节奏走，并不需要家长额外进
行辅导，也不需要额外做家庭作业。但是，我
们非常鼓励家长支持孩子的学习，永远支持
孩子向更高的方向发展。这点是我们非常期
待的。”

陈校长还介绍说：“在小学阶段，我们的
中英文教学比例为各占 6"7，所以在学校里，
用语对半开。如果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进教
室，全部的教学用语都是中文。如果外籍老师
进去，所有的语言全部是英文。我们不采用两
个老师（外教加翻译）同时上课的方式。我们
觉得这样不可行，不能真正做到用两种语言
思维。所以，在英语的环境里，孩子不说中文，
一旦说中文，会受到适当‘惩罚’。在中文的环
境里，孩子不能说英文。由于我们的班主任都
是外教，全权负责班级管理，办公室也在教室
里，所以下课时，我们希望孩子用英文交流。
因为一旦出校门，绝大部分中国孩子都说中
文，所以我们希望在学校，除了中文教学的科
目外，其他时间说英文。”

本报记者 马丹 王蔚

读国际课程是“单行道”，要三思
出国留学热升温"国际学校受追捧"该如何甄选!

国际学校招生已启动
随着出国留学人数的剧增，国际学校及

国际课程班的热度也提前升温，不仅留学人
群低龄化，而且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提前让
孩子接触国际教育，国际学校的热度也进入
白热化状态。89月 89日，国内教育机构发布
的《9"86国际学校发展报告》（以下简称“发展
报告”）新鲜出炉。数据显示，8"多年来，中国
的国际学校（含开设国际课程的学校）数量呈
几何增长，从最初的 9" 余家到目前的 6:!

家，属全球之最，其中，上海有 ;;家，暂居全
国之首。

9"86年尚未过去，申城各所学校国际部
和民办国际学校的招生热潮却已迅速升温，
为 9"8<年的“幼升小”、“小升初”战役提前预
热。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多数学校的正式录取
都在明年的四五月份，但 8"月中旬起，各所
学校就陆续开放校园参观和报名申请。据不
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 86家国际班或国
际学校开放了报名，其中更有几所学校已提
前完成了面试招生。多所国际学校校长也透

露，今年上海的国际学校招生，尤其是中小学
的招生比往年更红火了。

中心城区一所民办国际学校校长说，其
实，近年来国际学校招生一直比较热。这种
“热情”，一方面有家长对国际教育和拓展子
女国际视野的需求和追捧，另一方面，也和去
年起上海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严格实行就近免
试入学政策有关。“尤其是非沪籍家庭的子女
受‘史上最严’入学政策限制很可能被挡在公
办学校之外，部分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就选
择了国际学校。”

公办学校国际班紧缩
《发展报告》主笔人、国际教育专家吴越

说，在基础教育阶段，中国现存的国际学校主
要分为四大类：外籍子女国际学校、民办国际
化学校、公立国际班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6:!家国际学校中，除了外籍子女国际学校
有 88<外，公立国际班和民办国际学校‘旗鼓
相当’，前者有 996家，后者有 96<家。”

然而，自 9"8=年教育部出台政策规范公
办高中“国际部”和“国际班”以来，对于公办

校是否应当办国际班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止
过，社会诟病最多的就是高收费、课程设置紊
乱、挤占公共资源、加剧教育不公平等。今年，
公办校国际班又刮过一阵冷风，比如，上海曾
明确表示，未来计划将“国际班”或“国际部”
从公办高中剥离；北京市教委也从 9"8>年起
不再审批新的高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各地
也纷纷出台相应的治理措施，或限制其招生
规模，或者将其改制，即从公办校国际项目改
为民办国际学校。
“这并非是坏事。”吴越认为，其实，真正

意义上的国际学校是指提供 ?&89教育，并拥
有相当比例的外籍学生，采用国际教育理念，
同时实施全英文授课的学校。“现在全国范围
内非常火爆的公办和民办普通高中国际部
中，有些教育模式还是中式的，只不过学习的
课本变成了全英文教材而已。”

更注重学生素质培养
公办校国际班政策性收紧，是否会带来

民办国际学校的井喷和激烈竞争？吴越说，竞
争其实一直都存在，但随着公办校的收紧，民

办国际学校是否能迎来春天，最重要的还是
要看谁的国际教育平台更加满足家长和孩子
的需求，这其中就包括考试、课程、升学指导
等综合因素。

目前，在国内被国际学校广泛采用的国
际课程主要来自美、英、加和澳洲体系，还有
部分课程为海外大学预科或海外学校学分认
证类课程。主流课程体系有%*课程、*@%A%B+
课程、%&C()('A#@B,D课程、#$课程、加拿大中
加课程、澳洲EBD等，其中，%&C()('A#@B,D、
%*和#$为目前国际学校广泛采用的课程体
系。“%*在公立学校体系最易开展，加上美国
留学的潮流，在高中阶段国际课程选择上，%*
目前占据市场第一的位置。”吴越说。

不过，包玉刚实验学校校长吴子健说，目
前的国际教育其实已经过了“搬运工”的时
代。“国际学校提供的国际课程，不再是让学
生以考试、课程成绩申请到国外大学那么简
单。无论是公办校国际班，还是私立的国际学
校，都越来越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在他
们前往海外大学求学前，培养学术、生活、法
律等综合能力。”

想清楚且尽早做规划
国际学校收费不菲，一学年少则 8"余万

元，多则 9"余万元，但家长仍然趋之若鹜。吴
子健提醒，热闹之余，家长也要更加理性，替
孩子选择国际学校也要遵循“因材施教”的基
本原则。“真正要学好国际课程并没有那么简
单。比如，#$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
力和批判性思维，这就需要孩子的钻研精神，
更需要涉及文理多科的广泛阅读。”

98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
出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和能
力的提升，家长在考虑经济情况的基础上，要
综合职业发展需求、各国教育制度等因素理性
分析，而不能盲目跟风选择国际学校，尤其是
要征求学生的意见，防止孩子产生逆反情绪。

吴子健特别强调，国际学校的课程模式、
评价体系都和国内学校现行模式不同，未来
孩子不可能通过参加国内中高考升学，因此，
国际学校是一条不能回头的“单行道”。“家长
在选择这条道路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和尽早
做好规划。” 本报记者 马丹

民生分析


